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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走失7小时
幸好有“警”无险

本报讯 近日，沙田公安接到群众求助，称有家
中老人走失，但寻找无果。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后，铁
骑队员迅速赶往现场。

在与家属取得联系后，铁骑队员得知老人于当
天早上6时从稔洲村龙船洲路离家到14时许一直
未回，家属向铁骑队员描述了老人一些个人特征并
提供了老人身份证的照片。

有限的信息给寻找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现场
警员迅速制定搜索计划兵分多路，以老人的家为中
心展开寻找。

在搜索的过程中，铁骑队员将相关信息反馈至分
局，请求技术协助寻找老人的踪迹。经过一系列细致
的工作，15时许，铁骑队员在义沙环保路找到了老人。

铁骑队员立即上前确认老人的身份迅速通知齐
沙所民警和老人家属到现场核实，家属见到老人安
然无恙时，心情十分激动并对铁骑的热心帮助、全力
寻找的工作态度表示高度满意和赞扬。

民警提醒，正值夏季，在高温季节勿让老人独自
外出，如必须外出时，家人最好陪同，准备好充足的
水和饮料，并做好防护工作。如遇家中无人，建议提
前在老人常穿的衣服上缝有子女联系方式的字条，
若发生紧急事件，公安机关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上家
属。夜间出门乘凉时，请尽量穿浅色或带有反光条
的服饰。

自行车后轮卡脚
运动娱乐要注意安全

7月15日11时54分，沙田公安接到群众求助，
横流耀豪大厦对面河边有一名小孩，脚卡在了自行
车后轮中。

接到求助后，指挥中心迅速调度附近铁骑赶往
现场。到达现场后，铁骑队员了解到是两名小孩一
同骑车，被载的小孩是双脚站在自行车后轮轴心两
侧，因脚靠轮胎过近，一时没踩稳，导致右脚别卡在
后轮中。

铁骑队员发现小孩的右脚被自行车后轮钢丝紧
紧卡住，无法直接脱困，小孩因疼痛和害怕哭泣不
止，现场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由于现场没有专业
工具，简单商讨后，铁骑队员迅速兵分三路展开救
援。因为担心小孩的脚受到长时间挤压会加重伤
势，两名铁骑队员通过按压、掰开钢丝等方式，来减
轻小孩的疼痛，并不断安抚其情绪。

与此同时，一名铁骑队员在路口接应将赶到的
消防和医护人员，另一名铁骑队员则在附近的店铺
借取工具。很快铁骑队员便带着工具返回现场，几
人小心翼翼地使用工具，谨慎地剪开卡住的钢条，最
终成功将小孩的右脚移出。脱困后小孩的疼痛明显
减轻，并对铁骑哥哥表示感谢。

沙田警方提醒，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不要给未
满12周岁的孩子骑车上路，也不要给他们解锁共享
单车，已满12周岁的同学，骑行自行车上路请避免
骑车带人、脱手或手拿东西骑车、互相追逐打闹等危
险行为。

（沙田公安供稿）

驻麒麟镇工作队：

推动产业振兴推动产业振兴 点燃发展点燃发展““引擎引擎””

本报讯（文/通讯员 沙宣）“帮我感谢
李主任，他为我的病操了不少心。”日前，松
桃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急诊科，88岁的吴
老太叮嘱儿子，去做面锦旗送到急诊科，感
谢东莞帮扶专家、科主任李洪文与全体医
护。

不久前，吴老太因胆结石伴急性胰腺
炎，紧急送到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下
称“松医”）急诊科，在李洪文的精心治疗
下，这位高龄老人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

李洪文是沙田医院的骨干力量。
2023年 8月 18日，李洪文选择踏上新征
途，奔赴武陵山脉腹地松桃，“医”心不改为
山区群众，将自己的医术回馈大山。

对口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李洪文凭借
丰富管理能力、优秀的医术为松医急诊科
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让当地患者享受更优
质的医疗服务，为“粤黔协作·莞爱铜行”携
手打造高质量东西部协作典范贡献一份力
量。

毅然奔赴山区开展帮扶
2023年，在得知需要派遣一批骨干医

生前往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开展对口帮
扶工作时，这位来自大山的医生义无反顾
地选择奔赴新的岗位。

经过选拔，李洪文受沙田党委、政府和
医院派遣，赴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执行

“中西部协作卫生健康帮扶工作”，定点在
妇保院，受属地政府调遣帮扶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从医30年来，李洪文在医路跋涉，深
耕甲状腺、乳腺、肝胆、胃肠等领域，从临床
医生成长为副主任医师，是东莞沙田医院
普外科和腹腔镜手术的专家。

学术有建树，管理经验丰富。他先
后在国家、省级专业核心刊物上发表文
章十余篇，有丰富的科室管理经验，对急
诊常见病、多发病及急危重抢救有丰富
经验。

他的老家湖北宜昌与铜仁山同脉、水
同源、地同根、习同俗，属武陵山区。作为
一名在东莞行医多年的医生，他深知山区
对优质医疗资源的渴望。

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东莞市虎门

组团结对松桃，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虎
门医院、沙田医院、麻涌医院、中堂医院“组
团式”帮扶松医，要补齐医院高质量发展的
短板。

2023年8月，经过层层选拔，李洪文奔
赴武陵山脉腹地的铜仁市松桃。

许多人对李洪文山区之行，表示难以
理解。李洪文心中早有答案，那就是用自
己的所学造福一方。

2023年以来，李洪文共组织抢救危重
病人90多次。为了让病人得到更好、更及
时的救治，李洪文不断优化急诊与多学科
的衔接流程，有效降低心肌梗死的死亡率
和致残率。

革新技术造福山区群众
来到松医后，李洪文选择了急诊科，挂

职科室主任。他深切地想推动科室高质量
发展，为更多急诊患者带来更高效的救
治。为此，他积极改革科室机制，精心制作
了PPT课件，从“危重型患者的早期识别”
到“危重患者早期转运”从“畅通绿色通道”
到“规范院前急救和科内急救”，对科室医

护进行全员培训，锻造一支召之能战、战之
必胜的急诊医疗队伍。

同时，他还坚持送医下乡，打通院前急
救的“第一公里”。为了提升第一线的急救
能力，李洪文先后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学校等讲课、培训30余次，培训
人员达19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基层的急
救能力。

李洪文不仅有仁心，更有高超的医
术。赴松医传帮带不久，就指导急诊科医
护实施第一例锁骨下深静脉置管术，造福
山区群众。

病人是一位70多岁老人，因呼吸衰
竭、心包积液、双肺感染、胸腔积液等症送
到急诊科。由于老人年高，血管硬化，从手
静脉给药易致液体外渗，反复穿刺也会增
加病人痛苦。

李洪文听到报告，立即赶到现场，“手
把手”指导科室医生田仁桥、曾文超、谢小
娇为病人实施了“锁骨下深静脉置管术”，
保证了临床持续用药，实现病人快速用
药。

为了让救急快些、更快些。李洪文还
与东莞帮扶松医专家们一道，依托东莞优
势医疗资源，以“五大急诊急救中心”建设
为抓手，构建区域协同的重大急性病救治
体系，助力“五大中心”建设。不久前，松医
胸痛中心接受国家胸痛中心现场核查组开
展现场核查再认证。

对心梗、脑梗病人而言，每分每秒都弥
足珍贵，李洪文的手机24小时开机、响铃
的音量调到最大，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治
病救人。

科研是临床的基础，让科研应用于
临床。松桃每年都会有大量被毒蛇咬伤
的病人送到急诊，毒蛇咬伤不但给患者
家庭造成严重经济负担，而且导致严重
并发症，甚至导致患者致残、致死，如何
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案？李洪文带领田仁
桥、谢小娇、曾文超开展“血液灌流联合
患处负压吸引治疗毒蛇咬伤技术”攻
关。

“血液灌流（HP）是将患者的血液引入
装有固态吸附剂的灌流器中，通过吸附作
用，清除血液中的外源性或内源性毒素，药
物或代谢废物的一种血液净化技术。”李洪
文说，此技术不仅可用于抢救毒蛇咬伤病
人，还可抢救药物中毒病人。

对比目前传统治疗方案（抗蛇毒血清
抗蛇毒治疗，中医中药治疗，毒蛇咬伤处切
开联合抗蛇毒血清治疗/中医中药治疗）的
治疗毒蛇咬伤手段，血液灌流联合患处负
压吸引治疗更有效、更安全，降低患者医疗
费用，降低并发症、致残及致死率，更有优
越性。该技术投入临床后，也将造福山区
群众。

沙田医生李洪文沙田医生李洪文：：

奔赴山区帮扶奔赴山区帮扶““医医””心为民心为民

自2021年7月进驻揭阳普宁市麒麟镇以
来，沙田镇、东莞交投集团组团驻麒麟镇帮镇
扶村工作队（下称“工作队”）始终以产业发展
引领乡村全面振兴，通过消费帮扶、荒地整
治、资产盘活、社会动员等措施，扎实有效地
拓宽芒果销路、促进农业增效、提升商贸水
平、推动绿能发展，努力走出一条麒麟特色产
业道路，点燃发展新“引擎”。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3年
来，我们坚定目标、脚踏实地，用好用足麒麟
镇的资源禀赋，放大当地特色优势，打造一个
又一个乡村产业项目，真真正正地让集体家
底厚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驻麒麟镇工作
队队长刘德章介绍说。

开展消费帮扶
拓宽麒麟芒果销路

麒麟镇径水村芒果园，是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衔接的产业项目，总面积40亩，共种植
有3000株芒果树，为品质上乘的台湾“金煌”
品种芒果。芒果园不仅每年为村集体和脱贫
户带来产业分红，还吸纳本村40人就业，是当
地扶持村民发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的重要产业之一。

如何助推麒麟镇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是工作队和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共同思考的
课题。工作队在专业管理、生产效率、品质包
装、拓宽销路上下功夫，推动麒麟镇芒果产业
迈上新台阶。

一方面，升级芒果园的经营模式，即经营
主体由之前的村委会转为专业农业技术公司，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有效推动了芒果种植
过程的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另一方面，协
调乡村振兴科技特派员到芒果园进行技术指
导，解决了芒果园关于农药选择、授粉技术、
套袋工艺等方面的技术问题，最终芒果产量
从原来的8万斤提升到10万斤，品质优良，香
甜可口。

芒果品质虽然好，但销路一直是困扰芒
果园多年的难题。为扩大销路、增加销量，真
正实现增收致富。工作队制定消费帮扶计
划，围绕乡村振兴消费帮扶多点发力，通过

“品牌塑造+线上推销+线下批量采购”模式，

拓宽
芒 果 销
售渠道，推动
消费帮扶工作走上快车道。

芒果品牌形象，是产品加分项。工作队
协助芒果园在品牌打造、包装设计方面下功
夫。在工作队的建议下，在芒果原包装上加
入“乡村振兴、消费帮扶、莞揭同心、有机原生
态”等元素，成功打造“径峰芒”特色品牌，提
高产品辨识度，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为推动麒麟镇芒果走进千家万户，工作
队主动联系东莞市供销社集团、东莞电视台、
东莞怡园商贸等单位，积极宣传推广芒果，并
提前带上样品进行试吃宣传，架起了连接芒
果园与市场之间的“连心桥”。

作为麒麟镇的对口帮扶单位，沙田镇、东
莞交投集团主动开展消费帮扶芒果采购活
动，积极协调下属单位和员工加入采购活动，
不断壮大消费帮扶力量。从2022年至2023
年，两家单位共批量采购3.2万斤新鲜芒果，
切实帮助芒果园解决燃眉之急。

整治撂荒耕地
打造特色农业产业

工作队通过升级改造、土地流转、技术支
持、连片经营等措施，扎实推进撂荒地专项整
治工作，不断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成功实现麒
麟镇径水村、姚厝围村、潮围村、月屿村及新
溪村共计1139亩撂荒地的流转复耕，成功引
进两家农业专业合作社承包土地，连片种植

玉米、水稻及莲藕等特色农作物，为当地村集
体和村民带来70万元收益，扎实推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进一步擦亮麒麟农
业大镇的名片。

以径水村为例，原有一片300多亩的撂荒
地，驻镇工作队统筹多方资源，按照“一地一
策”原则，引进专业公司，进行机械化生产管
理，推动该片撂荒地成功流转给农业专业合
作社。

农村特派员通过提供肥力监测、病虫
害防治和无人机植保等技术指导，为农业
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各村村民也纷纷

反映自家田地种植甘薯、黄瓜、蔬菜遇到
的问题，得到了农村特派员团队的解答和
帮助。

工作队还积极推进乡村闲置资产盘活利
用，投入120万元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资
金，将麒麟镇姚厝围村605平方米闲置废旧建
筑改建成便民农贸市场，把“沉睡资源”转化
为“发展活水”，不仅促进当地市场规范有序
经营，还有效拓宽乡村增收渠道，构建“造血
式”乡村振兴模式，成功为村集体带来9万元
的年收益。

凝聚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自进驻

以来，工作队成功协调组团单位和社会各界
为麒麟镇捐赠物资、资金合计355万元。特别
在工作队的协调下，促成沙田镇2条先进行政
村、4家优秀企业与麒麟镇水寨村、大寮村建
立村村、村企结对帮扶。签署协议，开展帮扶
活动，协调双方在基层党建、技术支持、产业
发展、农产品销售等领域进行精准对接，建立
优势互补的局面，并利用上述帮扶单位支持
的20万元社会资金在水寨村村委会楼顶实施
光伏发电项目，有效推动乡村绿能产业发展，
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稿件来源：东莞日报）

■沙田医院的骨干力量奔赴松桃，将自己的医术回馈大山


